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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　　　前　言

　　有这样一种现象：课堂上是个高材生，

社会知识方面却是个“低能儿”。这无疑是
“应试教育”的一大短板。如果你问一些中

小学生，国家领导人是谁，省市主要领导人

是谁，答案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。这是

为什么？这是因为过重的学业负担，使得

他们既没有时间看报，也没有时间阅读课

外书籍。正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

课内书”。在他们的脑海中，不论社会知

识、时事知识，还是生活知识，都是一片空

白。应以利用“减负”后的空余时间，让孩

子多看些课外读物，为他们将来步入社会

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，这是“减负”后老师

和家长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课外知识是课内学习的补充和扩展，

二者是相互联系、相互渗透的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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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课内学习的基础上，适当进行课外学习，

可以开阔自己的知识领域，发展个人的兴

趣、爱好和特长，同时对课内学习也会起到

有效的促进作用。那么，《讲给中学生的课

外知识》正是为中学生量身定做的一套课

外读物，其内容涉及中学阶段所学的大部

分内容。

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：她用鲜活

的语言、生动的故事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

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，讲得趣味盎然；把那

些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

讲得令人恍然大悟；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

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彻底地融会贯

通了。

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得到

了许多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表

示衷心的感谢。在组稿过程中，我们对一

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，有部分未

能联系到原作者。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

系，以方便寄付稿酬。

编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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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是怎样形成的?

太阳是不是一开始就有、亘古不变的？如果不是，它又
来源于何处？实际上，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出生、成长、死亡
的过程，天体也不例外。人类生活在太阳系中，生命的繁衍
与生存完全依赖于太阳的存在，因此太阳的起源与演变是
人类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。
关于太阳的起源，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

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猜想，但也仅仅是猜
想，缺乏科学依据。直到现代天文学的
建立，人类才初步了解太阳是如何形
成的。

根据天体物理学的恒星演化
理论，产生了关于太阳形成的
现代星云学说。星云假说的主要
观点认为：在群星之间，并不是空
无一物，而是布满了物质，它们是气
体、尘埃或两者的混合物。
其中一种低温、不发光的
星际尘云，它们可能是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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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恒星的基本材料。
宇宙空间存在着许多巨大的星际云，大约在 46 亿年

前，在银河系的盘状的体系中，离开中心大约 25 亿亿千米

的地方，存在着一个大小约等于现在太阳直径 500 万倍的

云团。这个云团的成分主要是氢分子，同时含有少量的氦

分子和由其他元素构成的尘埃。这个云团因为来自内部物

质的引力作用，开始迅速收缩，就如一幢高楼大厦在顷刻之

间坍塌。在大约 40 多万年之后，在云团中心形成了一个高

温、高压、高密度的气体球，并在其核心触发了由四个氢原

子核聚变成一个氦原子核的反应，释放出大量的热和光。

它就是太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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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是怎样形成的？

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，无法不关注地球的起源问题。
多年来，关于地球的成因人们得到的只是各种假说和

模式。它们主要是：一是 1749年提出的彗星碰撞说。这一学
说认为很久很久以前，一颗彗星撞上太阳，从太阳上面撞下
了包括地球在内的几个不
同行星。二是陨星说,它是
1755 年德国哲学家康德
在《宇宙发展史概论》中提
出的 。这一学说认为陨星积
聚形成太阳和行星。三是 1796 年
法国的拉普拉斯在《宇宙体系论》中
提出的宇宙星云说。这一学说认为星
云积聚产生了太阳，太阳排出气体物质
而形成行星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地球。
四是双星说。这一学说认为除太阳之
外，曾经有过第二颗恒星，行星都是
由这颗恒星产生的。五是行星平面
说。这一学说认为所有的行星都在一
个平面上绕太阳转，因而太阳系才能由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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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的星云而产生。六是卫星说。这一学说推测可能存在过数
百个同月球一样大的天体，它们构成了太阳系，而我们已知
的卫星则是被遗留下来的“未被利用的”材料。
一些天文学家、古生物学家、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及历

史学家又建立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式，这种模式认为：
在大爆炸之后，约在距今 50 亿年前，太阳系星云开始收缩，
形成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。在约 46 亿年前地球开始形
成，刚刚诞生的地球是一个死寂的世界，没有任何生命迹
象。不稳定的地质结构，使地壳不断发生激烈运动，这时这
颗年轻的星球不断地发生地震、火山喷发，就在这种冲撞和
震撼之中，在太阳光线的照射之下，地球完成了从无机界到
有机界的自然演变。又过了几十亿年，在地球上才开始出现
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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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生命的起源

人类是生命个体，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，人类是从简
单的生命形式逐步进化而来的，那最初的生命又是怎样形
成的呢？

对于地球生命的起源问题，有一种说法认为原始生命
是原始地球上产生的。进化论学派生物学家认为，35 亿年
前岩石形成时期的一种单细胞细菌是人类的祖先。这种原
始生物的构造也相当复杂：它拥有 DNA
和 RNA 两种基因，并由蛋白质、脂类和
其他成分组成。人们怀疑在这种原始生
物出现以前，另有一种构造更简单的
生物存在。1953年，美国大学生唐
莱·米勒的实验证明，生命的单
位氨基酸能从几种简单的化合
物中得到，从而使生命的“地球产生
说”几乎成了定论。但近 15 年的研究发
现原始大气不是还原型的。米
勒的实验很难合成生命的
基本素材———氨基酸。
所以，这一说法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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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质疑。
另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生命来自星际空间，原因是在月

球表面或火星的火山口，都可以找到不少有机合成物。他
们认为：地球生命来源于宇宙，陨石是载着生命种子的星
际“飞船”，地球上最初的生命就是由陨石送来的。不过，很
多科学家们认为，在陨石降落到地球的过程中要经历任何
生物都无法忍受的高温，那些有机物要迁居地球是绝无可
能的。

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生命起源于彗星。原因是彗星富
含有机分子，且经常光顾地球。也有人认为黏土矿物这种地
球上最常见的物质是最初的生命物质。黏土矿物是一种微
小的晶体。科学家们发现，黏土矿物晶体中存在一种有趣的
缺陷结构，这种结构可以保存相当多的信息，从而决定晶体
生长的取向和结构。因此，对于诸如属于“低技术”的催化
剂和膜等原始控制结构来说，这些无机晶体作为一种构造
物质要比大的有机分子更为合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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